
春天的鼓点在票据上跃动
——从增值税开票数据看企业复工复产活力

蔓延的疫情令全球产业链受
堵，对链条上一个个企业而言，加
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是加速复工
复产的破题之法。

进入 3 月，来自意大利的新订
单让宁波一象吹塑家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蒋晶磊舒了一口气，但受疫
情及跨省运力受限影响，生产所需
的主要原材料焊管出现了供货短
缺，又让企业“面临着订单逾期风
险和违约损失”。

一象吹塑家具主营塑料折叠
桌、折叠椅等休闲家具，产品 95%
以上用于出口。蒋晶磊坦言，企业
目前手上急需完工交付的订单价
值超过 500 万美元，一旦库存原料
消耗殆尽，预计会有 300 万美元产
品不能如期完成。

企业愁眉不展之际，宁波余姚
市税务部门依托税务大数据库，从
金税三期系统检索货物品目为“焊
管”的发票信息，精选了数家位于
宁波市范围内、年产能在 1500 万
元以上的企业，帮助该公司确定新
的原料供应商，目前 400 吨焊管已
到位，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企业有生产就会有销售，有销
售就要开具增值税发票。增值税
发票记载着交易双方名称、交易时
间和商品服务种类、金额、价格等
信息，成为观察企业复工复产和经
济运行的独特窗口。

疫情之下，一个个增值税
发票大数据，为越来越多企业
架起了打通产业链“毛细血
管”的桥梁——

在浙江嘉兴，汉朔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复工前一天，当地派驻企业
的税务干部了解到企业价值 3500

万元的 70 万件产品有延误风险，
立即协助联系物流资源，最终将这
批产品顺利发出。

在江苏常熟，欧泰克建筑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金承哲也很
着急：“我们唯一的供货商尚未复
工，库存原料只够用 10天，如果再
找不到新的供应商就只能停产。”
接到需求反馈后，常熟市税务局利
用大数据进行增值税发票品目分
析匹配，当天就为企业找到安徽、
浙江等地的9家供应商。

疫情之下，一个个增值税
发票大数据，勾勒出全国各
地、各行各业的企业复工复产

“进程图”——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
票大数据，对春节后复工以来全国
企业开票户数和金额按日进行统
计，并与去年进行对比分析，从宏
观层面反映企业复工复产进程。

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复工复产
复销逐周向好，目前开票金额和户
数均超去年可比口径的八成。2月
10 日复工以来，全国企业复销率
（也就是日均开票金额与去年可比
口径相比）呈逐周向好态势，从第
一周（2 月 10 日-14 日）的 20%，提
升至第六周（3 月 16 日-20 日）的
76.1%。过去一周（3 月 23 日-27
日）复销率又提升6.2个百分点，达
82.3%；日均开票户数相当于去年
可比口径的81.3%，环比提升7.1个
百分点。

农资产品供应快速恢复，有力
保障春耕春播有序开展。3 月以
来，种子、农膜等农资行业开票金
额 分 别 为 去 年 同 期 的 89.3% 和
88.4%，比 2 月份提高了 18.6 个和

33.9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复产复销相对较

快，新动能加速成长。过去一周，专
用设备、通用设备制造复销率分别
为 88.2%和 83.5%，好于总体水平。
特别是受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新
兴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拉动，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复销率分别
达 87.3%和 91.8%，其中互联网平
台、信息传输服务复销率分别为
109.1%和103.1%，超过去年水平。

居民服务相关行业复工复销
迎 来 加 速 期 ，居 民 消 费 快 速 释
放。过去一周，与居民消费相关
的批发零售业复销率为 92.9%，
环比提升 9.4 个百分点。米面粮
油、肉禽蛋奶及水产品批发复销
率分别为 101.5%和 101.6%，均超
过去年的水平。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更多行业企业按下复工复产

“快捷键”，增值税发票数据中跃动
的活力正在缤纷呈现：超市和便利
店 零 售 复 销 率 分 别 为 94.1% 和
97.6%，居民服务业复销率为 86%，
餐饮配送及外卖服务复销率达到
86.5%。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税
收数据源自企业，更能客观、全面、
及时反映企业动态。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
利用好税收大数据特别是增值税
发票数据，及时开展企业产销对接
分析，既有助于税收政策精准落
地，更能助力疏通产业链堵点，从
不同维度为经济运行和趋势决策
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北京国家会
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
长李旭红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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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济”背后短板待补
需找出保护消费者权益良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虽然旅游、餐饮、线下娱乐
等行业受到一定冲击，但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
公、在线医疗、网络游戏等新型“宅经济”却乘势而上，
蓬勃兴起，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抹亮色。

百度数据显示，1月18日以来，在线教育、在线医
疗、在线娱乐与生鲜电商四大行业整体热度环比增长
超100%，近30天远程办公需求环比上涨663%。

当下，“宅经济”虽然满足了人们的一些新需求，但
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例如，有学生家
长反映，他们在帮助孩子使用线上教育软件时发现，一
些课程制作不够用心，只是把线下教学简单地搬到线
上，导致学习效果打折扣等。

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在挖掘“宅经济”井喷
背后那些短板的同时，试图找出新业态下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良方。

“很多都是网上直接抄来
的，感觉被坑了。”

眼看着自己购买的线上课
程质量越来越差，萧刚（化名）
选择放弃这套课程，因为“怕被
带歪了”。

萧刚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
自媒体工作，为了提升业务能
力，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套关于
网络传播理论的线上课程。在
试听阶段，这套线上课程的表
现很不错，寓教于乐，容易理
解。没想到，购买以后，课程的
质量却让萧刚非常失望。

来自北京某大学三年级的
郭宇（化名）也遇到过和萧刚类
似的情况。“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绳。”如今，郭宇坚信几十
元或数百元的线上课程根本无
法保证质量。

“线上课程鱼目混珠，付款
后，一旦发现问题就很难找到
投诉渠道。”郭宇说，“线上课程
的透明度很差，存在诱导消费，

就像一锤子买卖。”
他们的经历并非偶然。记

者调查发现，网上有关知识付
费的平台非常多，例如慕课、微
课等，但不少受访的消费者反
映，有些线上课程的文字视频
介绍、试听部分与付款购买后
的学习内容不太相符，或者质
量很差。

受疫情影响，不少人选择足
不出户在网上学习，“宅经济”下
在线教育日渐火爆。然而，相关
的消费纠纷也接踵而来。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认为，数字经济
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虚拟
场景交易。在虚拟场景下，有
些不良电商以次充好、偷工减
料，导致线上课程不符合消费
者的预期，或者与宣传中的描
述大相径庭。因此，在线教育
的课程质量很难保障，这就需
要平台方介入监管，同时透明
度也应该相应地提升。

线上课程鱼目混珠 消费纠纷接踵而来1

在“宅经济”下带火的网络
游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杨阳（化名）是一位游戏玩
家，同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非
常感兴趣，特别推崇《山海经》。

有一次，杨阳打开网页，被
一条游戏广告吸引。“开局一条
鲲，进化全靠吞！”“鲲只排名第
三、霸王以鲲为食”……诸如此
类的广告语，配上一张张视觉
冲击感极强的海报，让他情不
自禁地点击进入游戏。然而，
玩了几盘以后，他发现这款游
戏和广告中宣传的完全不一
样。

类似的以“鲲”为噱头，吸
引消费者的游戏还有很多。

资深游戏玩家李力（化名）
就被骗过很多次，“我尝试点击

进去的 10 多款养鲲游戏里，连
一条鲲都没有”。

据李力介绍，这些游戏的
宣传海报一般极具煽动力，大
多是一些仙侠类游戏，玩法和
10多年前的《传奇》差别不大。

在刘俊海看来，网络游戏
与其他实体消费不同，必须依
附于网络媒介存在。网络游戏
玩家所消费的内容并非实体，
而是在网络世界中的游戏体
验。网络游戏玩家在游戏中得
到的物品大部分以虚拟的形式
呈现，因此网络游戏维权比较
困难，维权成本也高。

正因为如此，不少受访的
消费者称，对于这些“货不对
板”的网络游戏，他们一般选择
直接卸载。

网络游戏货不对板 维权不易直接卸载

“宅经济”之下，云课堂、云下厨、
云健身、云诊疗、云逛街、云春游等各
类“云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云”上的
日子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
来了不少问题。因为“云生活”方式
依赖App存在，但背后的授权却涉嫌
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许果（化名）正在某大学读硕士
研究生一年级。近期，他频繁使用腾
讯会议、CCtalk、雨课堂等各类线上
授课 App 上网课。学习了一段时间
后，许果发现，这些线上授课 App 在
使用时会收集大量的个人信息，例
如，要求允许访问电话簿、相册，开启
录音权限、相机权限等。

“我在某个线上授课 App 上发
现，如果要注册网师，就要提供身份
证照片，还有看上去非常冗长的同意
条款。我不知道这些 App 收集这么
多个人信息有什么用，更不知道我的
信息会不会被用作他途。这种冗长
的同意条款就像强买强卖，你不同意
就用不了这个 App，但上课又必须
用，所以很无奈。”许果说。

在许果看来，要想听课，就要授
权这些App使用麦克风、相机功能，这
种强制要求授权的方式无异于监听。

“授权”二字，在记者的采访中，
被不少受访者提及。

张夏（化名）目前在北京工作，复
工后，为了上下班方便，他下载了一
款网约车App。不过，这款App要授
权手机号码、定位、访问存储空间和
照片，如果不授权就不能使用，这三
项授权是关联在一起的，必须要选，
张夏担心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

他们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依
据。以在线教育为例，有媒体报道，
有消费者一个月内遭遇了近百个线
上教育机构的电话推销轰炸。

2018 年 11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的 100 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与
隐私政策测评情况显示，App普遍涉
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消息，
“授权”是消费者使用一个新 App 的
第一步。但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
App 普遍存在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
息的情况：59 款 App 涉嫌过度收集

“位置信息”，28款App涉嫌过度收集
“通讯录信息”，23款App涉嫌过度收
集“身份信息”，22款App涉嫌过度收
集“手机号码”等。

去年 12 月 30 日，App 个人信息
保护工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
消息称，自2019年3月建立App举报
平台至今，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共收到网民

举报信息 1.23 万条，涉及 2300 多款
App。

同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
布《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行为认定方法》，旨在为监督管理部
门认定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行为提供参考，为App运营者自
查自纠和网民社会监督提供指引。

“互联网上所有的消费行为和经
济活动都离不开个人信息。一个核
心问题是，区分个人信息和大数据之
间的差异。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的
保护范围，属于用户自己；大数据属
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可以归属于
平台。如果混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把
个人信息和大数据混为一谈，就会让
一些不良商家、违法企业有可乘之
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说。

在北京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
长邱宝昌看来，治理App过度收集用
户信息，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及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隐私
法等。“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尚属于
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相应的行政责
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有关监
管部门不作为的责任，同时还要严格
执法。” （据《法制日报》）

“云生活”依赖App 涉嫌过度收集信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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